
每天上午 10 时，谭展鹏准时来到位于荔湾区的工
作间。 设计、创作是他每天的必修课，洽谈项目、跨界
合作是他传承广绣的努力尝试。 作为广绣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广东省代表性传承人，疫情期间，谭展鹏埋
头创作、扎根设计，为日后广绣行业找出路、谋发展。

记者观察

走 进 谭 展 鹏 日 常 办 公 的 地
方 ， 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幅精致的
手工刺绣。 刺绣上的一颗颗荔枝，
色泽红艳饱满，十分逼真。 随着观
赏角度的不同 ， 竟能发现丝线色
彩不断变化 ， 眼前的平面作品瞬
间进入了三维立体空间 。 正是以
谭展鹏为代表的广绣传承人多年
来的技术探索 ， 才赋予广绣工艺

如此蓬勃的生命力。
采访过程中 ， 谭展鹏谈到最

多的便是 “设计 ”二字 。 从他的言
语中 ，流露出的是几十年的坚持 。
几十年都能保持创作激情 ， 并不
容易 。 为了最终呈现的艺术效果
和时尚程度，从构思 、绘稿 、刺绣 ，
谭展鹏都需要层层把关 。 这体现
着一个传统工艺传承人的坚守 ，

也是毕生的追求。
四十年来 ， 谭展鹏是时代的

观察者，更是时代的参与者。 2020
年 ， 不管疫情让外界环境如何变
化 ，谭展鹏创新传承的初心不变 ，
奋斗实干的决心不变 ， 迎难而上
的恒心不变 。 我们期待着 ，未来 ，
广绣能再次重塑时尚 、引领潮流 ，
再创辉煌。

工匠执着的坚守 让广绣生命蓬勃

走村入户拉家常
调研摸底补短板
刘振隆是如今驻河头村第一

书记、扶贫工作队队长，自 2019
年 3 月 28 日与首批工作队交接
以来，他已驻村一年多了。 2016
年，他曾随省委办公厅慰问贫困
户的队伍到过河头村，见过这条
村“原本的样子”：当时村里连一
条像样的水泥路都没有，每逢下
雨天便是一片泥泞；到处都是破
破烂烂的旧房子，许多青壮年都
外出打工，留下的大多是老人和
儿童。 因为人口流失严重，河头
村成了“空心村”。

2019 年，刘振隆以省委办公
厅驻河头村第一书记的身份回到
村里，此时，在首批驻村帮扶队
的努力下，村里已经有了很大的
改变：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
产业也有了一定规模，为当地村
民尤其是贫困户提供了就业岗
位，带动大家增收致富。

刘振隆和工作队驻村第一件
事，就是全面摸底、深度调研，走
遍了河头村的 11 条自然村，走访
了绝大多数村民家 （部分村民外
出打工），包括全部贫困户家庭。

通过入户走访拉家常，工作

队了解到， 河头村还有几条边远
村道未完全实现硬底化， 不少巷
道还是泥巴路； 部分贫困户虽然
脱贫了，但生活依然艰苦。

村民们的困难， 工作队看在
眼里，急在心里。 经过详细讨论，
他们研究出了“补短板”项目，对
部分“脱贫不脱苦” 的贫困户加
大帮扶力度———将生产生活存在
较大困难的 10 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列为特贫户予以重点扶持；对
于部分生活存在较大困难的边缘
贫困户， 工作队也将他们列为特
贫户予以重点扶持。

从 2019 年 1 月起， 根据不
同困难程度给予这些家庭每月
300-800 元不等的重病医疗补助
或生活困难补助。 这项举措得到
了省委办公厅的全力支持， 也得
到了省、 市扶贫部门高度肯定，
带动了其他帮扶单位对边缘贫困
群体的关注。

在工作队的努力下，全村 52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于 2019 年全
部达标退出， 今年上半年， 贫困
村也成功“摘帽”。

因地制宜种桑芽
贫困户脱贫致富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

之策。 为了让贫困户彻底摆脱贫
困， 为了给所有村民带来更多收
入， 工作队和当地村干部一起，
因地制宜推动产业发展。

2017 年起，在省委办公厅驻
村工作队的帮助下， 河头村开始
发展桑芽菜产业， 通过村里的专
业合作社，以“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 的模式运营。 农民把桑芽
菜送到合作社内加工、 冷藏，不
久后， 这些新鲜桑芽菜便会出现
在省内的商超及餐厅， 甚至通过
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多个省份。

2019 年开始驻村后，刘振隆
带着工作队到专业合作社调研，
合作社提出由于种植规模的增
加，希望扩大冷库储存量增加生
产线，并协助进一步拓宽市场销
路。 工作队发动各方资源，协助
解决了合作社加工基地扩展的
问题， 与多家合作企业深度对
接，帮助村里桑芽菜产业打开了
市场销路。 如今，河头村桑芽菜
种植面积近千亩， 产值从 2018
年的 600 万元提升至 2019 年的
1800 万元， 带动了 500 多位村
民就业。

昔日贫困户成木英， 就是靠
着种植桑芽菜脱贫的。 以前，成
木英和丈夫在外面打工， 因为文
化水平不高， 工资微薄， 眼看着

村里人种植桑芽菜， 日子过得红
火了， 她也回到家乡种植桑芽
菜。 在村里的帮助下， 成木英家
种了 11 亩桑芽菜。2019 年，光是
桑芽菜就为她赚到了 35000 元
的纯收入， 今年上半年， 成木英
在镇上买了新房， 一家人的生活
也日渐红火了起来。

此外， 社会爱心企业碧桂园
集团在河头村打造了碧乡客栈民
宿 ， 种植了近 150 亩黄金百香
果， 将农业与旅游观光产业深度
融合， 成为了当地乡村旅游的网
红打卡地， 为村里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收益。

扶贫扶智见实效
邀请名医进乡村
推进全村产业发展的同时，

工作队也着眼于村民们关心的民
生实事。

这一年多来， 驻村工作队发
动各方力量， 对村内主要道路景
观进行了改造提升， 为村里部分
自然村巷道建设补短板， 将巷道
全部实现硬底化。

与此同时， 工作队还对河头
小学进行了“大改造”———筹集资
金改善校园设施， 并加大奖教奖
学力度， 还邀请支教老师开办第
二课堂， 帮孩子们上文化课、艺
术课。 与此同时， 组织河头小学
教师外出培训， 让河头小学和广
州市的名校结对共建， 等等。 经
过一年多努力， 河头小学综合考
核成绩位居九龙镇第二名， 实现
了历史性突破。

此外，工作队还帮村民们解
决看病难、住房难等问题，不仅
帮助严重患病的村民到广州三
甲医院看病，还邀请广州大医院
的专家教授进村入户为村民看
病送药。

如今， 河头村村容村貌已焕
然一新， 村里的产业也日渐红
火，“让村庄美，村民富，乡风文
明蔚然成风， 真正实现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 这是驻村第一
书记刘振隆的心愿， 也是河头村
里正在发生的故事。

杭州的小晨上六年级 ， 头上却
有几块地方光秃秃的，没了头发。 近
日 ， 小晨和妈妈赶到了医院儿童皮
肤科，最终确诊为斑秃。 （7 月 29 日
钱江晚报）

12 岁的孩子，“秃然”就不好了。
这虽是个案，却引发了跨人群 、跨年
龄的共感。 近年来，“脱发梗”从中年
群体渐渐蔓延到年轻一代 ， 引发哀
嚎一片。 而今，竟连小学生们也早早
开始斑秃，怎不叫人唏嘘感慨？

从某种意义上说 ，“头发 ” 已成
为我们生活状态的表征。 “精神压力
越大，头顶发量越少 ”。 那些医学上
模糊的、复杂的相关性 ，已然转变为
公众的焦虑与危机 。 无法保护好自
己头发的人们 ， 如今连同孩子的头
发也无能为力 ， 这是一个令人多么
伤感的事实。

当然 ，若是从整体的统计来看 ，
小学生斑秃的发病率是微乎其微 。
但一线门诊医生的感受是———“最近
斑秃的孩子不少 ”，这无疑是一个值
得注意的强烈信号。

要知道，杭州作为一个高度发达
的大城市，市民的就医意识 、医院的
诊疗水平，都比许多地方要高不少 。
当地专业儿童皮肤科监测到的 “斑
秃低龄化趋势 ”，是不是在其他城市

也大量存在？ 就此摸底，需要一场严
肃的流行病学调查。 也唯有如此，才
可真正回答 “孩子头发还好吗 ”的灵
魂之问。

相较于备受关注的“个别案例”，
那些没有被发现、没有被重视的隐藏
病例，或许更能从宏观上反映儿童群
体实际的头发健康状况。 过去，我们
对于青少年健康的关注，主要就是集
中于“近视”“肥胖”“体能差 ”等有限
几个方面 ，然而 ，随着越来越多病例
曝出 ，孩子的头皮健康 ，也理当得到
更多重视 。 按照医生的说法 ，“学习
压力过大 ，精神高度集中 ，长期熬夜
可能导致斑秃 ”。 那么 ，面对 “秃然 ”
来袭，我们究竟要如何救救孩子？

遗憾的是 ，关于 “儿童斑秃 ”问
题的梳理 ， 如今更多集中于医院门
诊 、临床医学维度的经验化总结 ，生
理学层面细分 、 规范化的研究尚未
开启 ，社会学层面的田野调查 、统计
论述也没有正式展开。 由此，也决定
了问题的全貌无法被完整呈现 ，教
育主管部门 、学校 “科学决策 ”也就
无从谈起。

时至今日，“小学生斑秃”是微博
热门话题 ，却不是官方调研 、学术研
究的课题。 这距离正视问题，解决问
题，还有不小的距离。

《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家庭暴力法〉 办法 （草案修改二
稿）》7 月 28 日提交省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考虑
到对目睹家庭暴力的未成年人的保
护，草案修改二稿规定：目睹家庭暴
力的未成年人是家庭暴力受害人。
因家暴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加害
人， 应当继续负担相应的赡养、扶
养、抚养费用。

既然是围绕反家暴法的修改草
案， 涉及到的内容和条款必定有很
多， 但是其中最为引发网友和公众
关注， 同时也被视为存在重大突破
的，就是其中的一条规定：目睹家庭

暴力的未成年人是家庭暴力的受害
者。 此举不但体现了地方在落实国
家反家暴法过程中的一种细化，同
时也体现了法治的进步， 值得充分
肯定。

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我们第一
时间想到的，就是在家暴行为中直
接受到伤害的家庭成员，包括殴打
的对象、辱骂的对象。 而在很多地
方的司法解释，或者是在国家反家
暴法落实的过程中，也把拒绝和对
方进行沟通，对对方进行经济上的
封锁等等“软暴力”归为家庭暴力的
范畴。

但是， 把目睹家庭暴力行为的

未成年人也归为家庭暴力的受害人
从而加以保护的做法，还比较少见，
体现了广东省在这方面的积极探索
和创新。 为什么这一最新条款值得
肯定？按照传统理念，家庭暴力的受
害人，只有受到家暴行为直接针对、
伤害的人才算，不管是身体上的，还
是精神上的， 而家庭暴力又最为经
常发生在夫妻之间，所以“丈夫”或
“妻子”， 也就成了家庭暴力最为直
接的“第一受害人”。

这样的习惯性认知， 本来也没
有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家里有未成
年的孩子， 而家暴行为又发生在孩
子面前， 那么虽然家暴不是直接施

加于孩子的身上， 甚至说夫妻双方
都从心里深爱着自己的孩子， 但是
作为“第三者”，未成年孩子还是不
可避免地会受到伤害，主要是精神、
情感上的伤害。 这不但是因为发生
家暴行为的当事人， 也就是施暴者
和受害者，都是孩子最为亲近的人，
而且也因为暴力行为本身就会让孩
子受到惊吓、刺激，产生恐惧心理，
这当然算是一种情感伤害， 而且这
种伤害所带来的心理阴影， 可能会
伴随孩子的一生。

目睹家暴的未成年人算做家暴
受害人，从本质上来看，是扩大了反
家暴法的保护范围， 把反家暴法的

保护对象从“直接受害人”扩大到了
“间接受害人”， 这无疑是值得肯定
的。 尤其是站在加强对未成年人的
保护力度的角度来看， 这不但是有
必要的，同时也是一种必须。

反过来说，这样的法律规定，也
会对为人父母者带来启发和警示，
那就是夫妻间的家暴行为， 伤害的
不仅仅是对方， 而且还有自己的孩
子。如此一来，也有利于夫妻反思和
自省， 从保护孩子免受伤害的角度
出发，尽量减少家暴行为的发生。

目睹家暴也是受害人， 折射对
未成年人保护的精细化， 这显然值
得各地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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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填报志愿从 7 月 25 日开始，
将持续到 8 月 2 日 16 时。 由于疫
情的影响，今年的线下咨询会大部
分取消，导致缺少面对面的官方咨
询平台。不少家长转向求助社会教
育机构。 记者调查发现， 目前志
愿填报的咨询需求量大，教育机构
业务量猛增，不少机构的咨询老师
“档期”难求，咨询价格最高近两万
元。

坊间有言：“七分拼成绩三分
拼志愿”， 人们对高考志愿填报的
看重可见一斑。因其可能影响到考
生就读学校的知名度、学生学习的
兴趣与成绩，以及走出校门后的就
业趋势和收入。 面对海量信息，大
多家长会难以下手，高考志愿填报
咨询便应运而生，且需求旺盛。

特别是今年， 疫情的影响，令
线下咨询会几近于无，再加上取消
了自招、 强基计划等等诸多变化，
大大增加了志愿填报的难度，于是
今年填报志愿咨询费用一路水涨
船高。

事实上，高价能否保障“高中”
还是个问号。

毋庸讳言，高考填报志愿市场
鱼龙混杂、 真假难辨早已备受诟
病。行业门槛较低，缺乏行业规范，
相关平台自说自话， 同样的分数，
不同机构推荐的学校就不同，名师
来历存疑……一言蔽之，一些机构
与人员只不过是为了追逐巨大利
润而投身其中。

比如，很多咨询指导是通过学
生的分数来评估、推荐学校，似乎
专家可以准确预测高校录取分数
线。 然而，录取分数线是由报考人
数和高校招生计划来决定的，虽然
高校在每个省份的招生计划是先
确认的， 但志愿填报人数并不确
定，高考最终录取分数每年便不一
样， 大学录取也存在 “大小年”现
象，学生填报志愿呈现极大的流动
性，只有投档结束之后，才会知道
录取分数。若将孩子的专业及未来

职业寄托在某个标准不明的所谓
专家上，未免离谱。

即便是大学本身，也只能发布
预估分数线，那些所谓的“专家”恐
怕更难以把握。 况且，高考填报志
愿专业性非常强， 不仅要结合当
年、 当地政策和专业录取数据，同
时还要考虑到数目庞大考生和家
长的不同选择，只有将这多方面全
面整合起来综合考虑，才能给出一
个全面的、专业的推荐。

天价咨询费放大教育焦虑，对
此，有关部门应当积极行动，“急民
所难”。 线下咨询会取消， 相关部
门、高校就要拾遗补缺，充分利用
现代科技，将线下移至线上，依靠
官网官微、小程序、网络直播、电话
热线、邮箱咨询、企业 QQ、智能机
器人等形式，多渠道发布学校招生
信息， 提高招生咨询的效率与范
围，并因地制宜，为考生提供更具
体、 可靠的招生信息和咨询帮助，
目前像华工、暨大、广外、广大等高
校都采用了自动问答系统“招生 E
答”“招生留言板”， 可快速且准确
地解答报考专业院校的疑虑，就是
很不错的办法。

广大考生及家长也要保持理
性的态度。 高考志愿固然很重要，
花钱咨询也无不可，但关键还在于
个人，需要科学定位，全盘考虑。孩
子有什么爱好和愿望，学习能力如
何，分数可以达到哪一层次，常常
陪伴于侧的家长应该心中有数。既
要重视学生的大学及专业规划，也
要尊重学生的兴趣和选择，既要做
好高考志愿的必要准备工作，也要
豁达、理性和从容。

常言道， 计划没有变化快，恢
复高考四十几年来，多少热门专业
当初炙手可热， 但毕业时却成冷
门？又有多少名家高手在非专业领
域做出了非凡成就？ 故此，多多留
意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以及省教
育考试院和高校官网官微招生信
息，咨询一下专业老师、大数据软
件可以，但不要迷信，更不要痴迷。

60 粒 ，9.6 克 ， 售价却从
2000 元直至过万不等。 似乎一
夜之间， 在小圈层蹿红已久的
“长寿药”， 以一种轰动的方式
进入大众视野。“神奇”药效背
后却暗藏隐秘的角落。 记者采
访了解到，“长寿药” 的核心原
料 NMN 在国内销售十分普
遍， 安全性和有效性却并未被
国内承认。 国产原料，国外包装
成保健品，NMN 产品正通过跨
境电商晋升为国内新宠。 （7 月
29 日新京报网）

这款成功“破圈”，一夜之
间爆红的“长寿药”，其核心原
料 NMN，学名为“β- 烟酰胺
单核苷酸”。 有研究成果显示，
其能够对小老鼠产生“逆龄”效
果，因此被标榜为“长寿药”，受
到无数人的追捧。 现在不但消
费者追捧， 一些资本也纷纷进
入，开始围绕该领域进行投资，
相关公司股价也大涨。

然而， 当国内很多消费者
为其一掷千金， 希望借助它的
功能延年益寿的时候， 一个问
题却无法回避：NMN 在国内只

是一种生产原料，既不是食品、
药品， 也不能作为食品添加剂
使用。 按照相关业内人士的说
法， 在国内合法合规销售的产
品中添加 NMN 也是属于不合
规的行为。

于是， 很多精明的商家为
了攫取市场暴利，开始走“曲线
救国” 的道路———把 NMN 作
为原材料出口到国外， 然后在
国外包装成保健品， 再把成品
进口到国内。 这样不但规避了
国内法律的约束， 同时还摇身
一变成为进口高档保健品，价
格上也是水涨船高。 另一方面，
国内一些生产 NMN 的企业，
眼看其受到了消费者的追捧，
直接把其作为原材料卖给消费
者， 或者是把其灌装到不同规
格的胶囊里，卖给消费者服用。
这当然是违规的， 只能在地下
偷偷进行。

这款被标榜为“长寿神药”
的产品， 之所以没有得到国家
有关方面的许可， 是因为按照
我国规定，NMN 属于新源料，
要想作为保健品在国内获批上
市，必须经过临床试验，目前并
无 NMN 产品在中国正式获批
上市， 且未来该产品在中国获

批上市也十分困难。 即便是在
国外， 它也同样没有得到国外
政府的正式承认 ， 比如美国
FDA 只认可了 NMN 的安全
性， 并未对 NMN 的效用有任
何背书。

那么， 在小白鼠身上有效
果的东西 ，作用于人体 ，也一
定有用吗？ 相信即便不是专业
人士，也能够对这个问题做出
否定的回答。 但是面对价格动
辄几千块钱一瓶的“长寿药”，
如果根本没有效果，我们的钱
岂不是打了水漂？ 更进一步
说， 鉴于 NMN 作为原材料被
简单地包装然后就售卖给消
费者 ， 其包装过程中的不正
规 、不卫生，如果导致安全和
卫生问题的发生，消费者又该
如何维权？

早就有人说过，对“长生不
老” 的追求， 是人类的终极梦
想，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梦想
寄托在一款既没有得到严格的
医学验证， 同时也没有得到国
家合法批准生产的所谓“神药”
上，其背后的风险可想而知。 钱
财和长寿两空还不算最严重
的， 如果花了钱反而危害身体
健康，那问题可就严重了。

传承责任驱使坚持
“铺针细于毫发，下针不忘规

矩”。 作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的广
绣，以其构图饱满、纹理清晰、针
法多变的艺术特色而闻名宇内。
谭展鹏的母亲是广绣国家级传承
人陈少芳，被誉为“现代广绣”的
奠基人。随着母亲年纪大了，谭展
鹏肩负传承广绣的责任。 这份责
任感驱使着他不断创新， 将现代
美术理论和时尚潮流融入广绣的
传统工艺中，“把传统融入时尚，
不断更新， 就会永远活下去”，谭
展鹏如是说。

每年春节是谭展鹏最忙的时
候。“忙于尝试新时尚的融入，我
们这一行没有休息的时候。 ”在谭
展鹏看来， 设计是工艺美术界最
大的难题。 他认为，设计部分为减
少成本，工序由繁不断变简，是中
国工艺美术目前的困境。“传统的
广绣作品全面跌出了社会需求
圈，导致产能严重过剩，资金链经
受严重的考验。 ”面对行业现状，
谭展鹏一直在思考出路。

2020 年注定是一个不同的年
份。 疫情笼罩下，谭展鹏的诸多工

作不得不全面暂停。 在应该开工的
日子，工人们全部居家隔离，所有
工作都依靠谭展鹏和妻子亲力亲
为。“人手不够，但设计不能停。”谭
展鹏深深认识到，让自身技艺成为
行业标杆，以及将广绣工艺品日常
化是设计创新的两个重要层面。

在谭展鹏的工作间， 保存着
他疫情期间设计制作的“小玩意
儿”。 小小的绿色“抗疫”香囊，将
香云纱、中药与刺绣元素结合，抗
疲劳、防蚊虫，深受市民喜爱。 几
款以粤剧元素为主题的手机袋，
制作精巧、色彩浓艳、极具特色。

“积极观察社会生活，把广绣衍生
品的创作与社会需求结合， 这是
我一直致力的工作。 ”对此，谭展
鹏乐此不疲。

跨界创新孕育生机
6 月 13 日，谭展鹏与时尚品

牌 Yasmine� Collection （以下简
称 YC） 举行了一场珠宝发布会。

“YC 团队拥有海外留学背景，全
球时尚视野， 我很想学习年轻人
的想法。 ”从 5 月初双方碰撞产生
火花，到 6 月中旬设计产品发布，
只历经一个多月的时间。

发布会上， 双方发布了此次
创意的作品———广绣雀禄系列，
包括广绣雀禄项链、 广绣雀禄手
镯、广绣雀禄耳环。“雀禄”取名于
孔雀之意，远在明代，粤绣就用孔
雀羽编线为绣，使绣品金翠夺目。

传统珠宝， 多会结合质地硬
朗的材料来设计。 广绣与珠宝的
跨界联合设计， 必须要克服广绣
底质材料———真丝缎布的柔软、
难定型、 表面丝线飘起等源于材
料本身的问题。“刺绣和珠宝首饰
结合是很大胆的想法。 吊坠里面
是刺绣， 完全依靠优秀的绣工手
工完成，视觉效果非常漂亮。 ”对
谭展鹏来说， 此次合作既是创新
也是挑战。 他反复修改设计方案，
力争呈现最佳的作品。

“我看重设计， 一竿子插到
底。 ” 虽然今年复工比往年推迟
了一个月， 但谭展鹏的设计之路
从未停歇。 他用“两个十分之九、
一个十分之一” 形容广绣作品的
制作过程，“两个十分之九分别指
作品所有技艺的组合和花费在刺
绣上的时间。 最后十分之一的设
计贯穿全程，成品与初心一致，呈
现出好作品。 ” 谭展鹏说，这也是
广绣工艺未来的出路所在。

脱贫攻坚路党徽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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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迎难难而而上上 奋奋斗斗实实干干
羊城晚报记者 严艺文 实习生 金瑜

广绣非遗传承人谭展鹏：

设计是立身之本

今日论衡之世相评弹 □斯涵涵

莫让高价高招咨询
放大教育焦虑

□苑广阔

评论首首首首首首首首首首首首首首首首首首席席席席席席席席席席席席席席席席席席 “目睹家暴者算受害人”体现法治进步

小学生斑秃是热门话题
更应是“研究课题”□然玉

热点快评对疯狂“长寿药”不妨谨慎对待之
来论选登 □天歌

省委办公厅驻村帮扶工作队
帮助清远英德九龙镇河头村摘掉

“贫困帽”，村民日子越来越红火
羊城晚报记者 丰西西

村庄美了村民富了
昔日空心村大大变变样样

盛夏的清晨，清远英德九龙镇河头村里，不少村民正采摘新鲜的桑芽菜，翠绿鲜嫩的桑芽
菜嫩芽上还滴着清晨的露珠。 采摘下来的桑芽菜很快会被送到村里的加工厂，从这里走向各

地，走上人们餐桌，成为一道佳肴。
桑芽菜是河头村的支柱产业之一。 3 年前，在省委办公厅驻村帮扶工作队的努

力下，发动社会力量和村合作社一起，因地制宜发展桑芽菜产业，帮助村民增
收致富，不少贫困户因此脱贫。

桑芽菜产业只是河头村近年发展的一个缩影。从 2016 年省委
办公厅首批驻村帮扶工作队进驻， 至如今第二批帮扶工作队

也驻村一年多， 在省委办公厅的大力支持下， 由刘振
隆、 黄江波、 刘拯组成的工作队不仅帮助村里 52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在 2019 年达标退出，还
于今年上半年将贫困村成功“摘帽”。

昔日人员流失严重的“空心
村”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

民生活日渐红火，河头
村正焕发出蓬勃

生机。

谭展鹏 受访者供图

茛河头村越来越美

受访者供图
茛村民在摘

桑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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